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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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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4年 7月 17日

编者按：2024年 7月 16日，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

组第二次会议召开，传达学习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

次会议部署要求，研究推动我市第二阶段实地调查工作。市委常

委、市委宣传部部长、领导小组组长朱兴波出席会议并讲话。

会议强调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，自觉贯彻落实到包括文物普

查在内的文物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。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

相统一，紧扣实地调查这一中心环节和关键步骤，确保调查全覆

盖无遗漏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严谨，切实筑牢文物安全根基。要

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作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坚持

以督促保，高质量推动实地调查工作落细落实。

现将朱兴波同志讲话主要内容予以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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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兴波同志在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

（有删节）

朱兴波同志指出，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

议召开以来，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，高位推进，全面组建普查领

导小组和普查机构，认真复核全市 777处“三普”登录文物点，公

布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394处，汇总形成普查线索 700余条。完成

孔望山摩崖造像前期勘察研究、上海大旅社保护修缮等重点文保

项目，发布孔望山摩崖造像数字化保护成果，建成运行智慧文物

地图，启动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检测评估，不断夯实全市

文物保护工作基础，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。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，是我市成为全国首批

沿海开放城市 40周年，也是我市实现“十四五”目标任务的巩固

增效年。面对新形势新要求，要按照保护第一、传承优先的理念，

坚定文化自信，坚持守正创新，严格按照普查实施方案，高质高

效组织完成好普查各阶段任务，扎实推进文化强市建设。

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高质量推动文物普查工

作不断取得新成效。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，是深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文化思想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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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重要论述精神的重大举措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高

度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，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提出一系列

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为做好文物、名城、非遗等各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行动指

南和根本遵循。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

传承的重要论述，自觉贯彻落实到包括文物普查在内的文物工作

各方面和全过程。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，提高政治站

位，把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列入“第一议

题”，反反复复学、用心用情悟，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文物和文

化遗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，以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自

觉，扎实务实做好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，真正把老祖宗留下的历

史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，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。

二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，高质量推动实地调查

工作落细落实。要严格按照“坚持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

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工作要求，紧扣实地调查这一

中心环节和关键步骤，以县域为基本单元，对市域不可移动文物

应查尽查、应保尽保，确保实地调查如期实现市域全覆盖。

一要把握工作原则，确保调查全覆盖无遗漏。这次普查工作，

中央明确提出了“应查尽查、应保尽保”的重要原则。所谓应查尽

查，就是对“三普”中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逐一复查，对普查准备

阶段各地梳理的 2012年以来新发现文物以及其他行业提供的遗

产名录等线索进行逐一调查；所谓应保尽保，指凡是一切具有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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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历史遗存，都应该全部依法实施有效保护。

本次普查对文物认定标准划定了 1911年这条年代线，把清代及

以前的古建筑、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全部纳入普查的认定范围，

将石窟寺及石刻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年代下限明确

到当代。要增强实地调查工作的精细度，对凡是符合文物认定标

准的古老建筑要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；对达不到文物标准但

具有一定价值的，公布为历史建筑。无论是已登记文物还是新发

现文物，均受《文物保护法》保护，不得擅自拆除、迁移。对新

发现的重要文物，要及时报请地方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

位。同时要根据我市地域资源优势，突出重点领域、重点区域、

重点类别，针对性地开展石刻、封土石室墓、大运河等特色文物

资源专项调查普查，摸清文物资源家底，厘清地域文化脉络。

二要把好质量标准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严谨。实地调查只有

一年不到的时间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加上我市山多、岛多，交通

不便等客观因素，给调查工作带来较大的挑战。要坚持底线思维，

超前研判应对，把困难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，统筹好普查进度

管理和质量管理。在普查进度上，要结合地域特色及文物分布实

际，按照先易后难、小步快跑的原则，划出时间表和路线图，分

阶段制定实地调查计划后有序推进。在质量标准上，要严格对照

全国文物普查信息技术方案、普查标准、登记表和著录说明等文

件的规范化要求，逐一落细落实，今年年底完成 80%调查任务，

确保明年 5月底野外到达率、调查区域覆盖率、“三普”复查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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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均达 100%，力争提前完成各项任务。在文物认定标准执行、

文物信息采集上，要加强质量控制，确保文物数据、照片、图纸

等各环节各要素符合规范。对实地调查中发现的文物消失、撤销

等情况，普查队要及时报告，各级普查机构要现场复核、严格审

查，第一时间上报数据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更不得

伪造篡改普查资料。同时，要建立普查数据质量追溯机制，强化

事前、事中、事后数据质量检查核查，加强全过程质量把关。市

“四普”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组织专家对各地普查成果及时开

展动态审核和抽查，纠正工作偏差，客观评价普查效果，坚决确

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可信。

三要筑牢安全根基，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。全国“四普”

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再次着重强调了“两个一律”的要求，即所有

普查登记对象在完成文物认定前一律不得拆除、迁移；所有已认

定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实地调查期间一律不得撤销。各级党委政

府要绷紧思想之弦，严格落实“两个一律”的要求，坚决遏制苗头

性倾向性问题，对已形成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追责问责，让“两

个一律”成为普查工作期间不可触碰、不可违反的“铁律红线”。

要坚持边普查边保护、以普查促保护，把调查新发现纳入保护名

录，结合正在开展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检测评估，全面

排查文物本体保存现状、文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，分析研判潜藏

的安全隐患，及时做好整改，切实筑牢安全根基。要以普查工作

为契机，严格落实“老城不能再拆”的要求，坚决纠正“拆真建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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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旧建新”“重用轻保、重旅轻文”，健全完善在旧城改建、土地

开发中地上文物“先调查、后建设”、地下文物“先考古、后出让”

机制。中央文明办将“发生重大文物违法案件、文物火灾事故、

盗窃盗掘文物案件、文物安全责任事故、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

筑大规模消失和严重破坏城市的历史遗存、历史街区、历史风貌

等情况”纳入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负面清单》，市委、市政府也将

依法予以追责。

三是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作，切实强化“四普”各项工作保

障。实地调查阶段标准要求高、工作强度大、时间周期长，是文

物普查任务最艰巨、工作最辛苦的阶段。各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，

通力配合，进一步建强各项工作保障机制，强化部门协同，形成

广泛工作合力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一要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区域文

物保护第一责任人。要进一步压实压紧工作责任，及时汇报工作

成效，协调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文物保护工作，亲自过问文物普查

进展，亲自协调解决普查困难，确保本地文物普查工作圆满完成。

各级普查领导小组要切实做好本地区普查工作的统筹协调、整体

推进、督促落实等工作，为实际调查阶段所需经费、设备、人才

提供有力保障。市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牵头抓总，通过调度、

督导、通报等手段推动各项任务按时间进度要求落地落实。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支持做好文物普查、文保单位“两线”落图与国

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衔接等相关工作。市财政局要做好文物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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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所需经费年度预算安排，按时拨付，确保到位，保障普查工

作顺利开展。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为现场调查提供便利条

件，协助研究解决普查中涉及本系统的重要问题。

二要加强宣传引导。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，讲清讲透“四普”

的重要意义、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，更加注重线上线下全线发力，

大屏小屏同屏共振，城市乡村联动发力，及时有效发布权威信息，

大力宣传先进经验、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，充分激发各界人士爱

护乡土文物古迹的积极性主动性。要坚持“让历史说话，让文物

说话”，结合普查工作创作文艺精品、开发文创产品，生动形象

地讲好我市“四普”故事。要积极探索协调文物普查保护与民生改

善的可行路径，研究制定私人产权文物保护修缮的措施，让市民

在胡同街巷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。

三要坚持以督促保。本次普查与历次普查的最大不同是强化

全过程执纪监督，实地调查正是发现问题、揭露问题的重要阶段。

各地各部门要建立违法违规线索移交工作机制，对因人为破坏、

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已登记文物遭破坏、撤销、灭失的情形，依

法依规调查处理，严肃追究责任。要严查严惩不顾文物部门劝阻、

无视社会各界呼吁，明知故犯、顶风破坏的法人违法行为，绝不

能让基层文物工作者代替领导干部背锅担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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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省普查办，市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、成员。

印发：各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办，市普查队。

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 7月 17日印发


